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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national Mother Language Day世界母語日 国際母語デー
「Masasipadang／共下／做伙」學多語、救母語

聯合國
表示「每2週就有一種語言消

失，並帶走與之關聯的整個文

化和知識遺產。」點出了語言多樣性急遽銳

減，母語流失嚴重，因此，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在1999年正式宣佈每年2月21日為世界母語日，

主張語言多樣性是珍貴的資產。

聯合國將2019年訂為世界原住民語言年，

慶祝活動以「原住民語對永續發展、締造和平

與和解至關重要」為主題，強烈呼籲世人要重

視原住民語言的重要性。

多語言無國界

今年聯合國世界母語日的主題就是「多語

言無國界」（Languages without Borders），特

別強調語言與文化多樣性對整合和凝聚社會的

貢獻，且應被視為維持和平的重要基礎，藉由

該主題的推動來主張多語言不應當被視為彼此

無法互通的銅牆鐵壁，而是可以透過多語言的

學習和使用，彼此會互為橋樑、跨越鴻溝，達

到雙語互通（bilingualism）的境界。

雙語互通才能打破巴別塔

而雙語互通的多語言花園才是解決溝通問

題、挽救弱勢語言、實踐社會正義的好辦法。

《聖經》的五旬節故事，提示了多語言並存的

方向，原本語言不通的猶太人聚集在耶路撒

冷，突然間聖靈降臨，讓他們變成雙語人，能

說出別種語言。多語言無國界透過多語言學習

與使用，打破了巴別塔單語獨白，讓不同的語

言可以建立互相連接的溝通網路。

建構多語言的美麗島

「 協 力 合 作 」 在 阿 美 語 叫 做

Masasipadang，客語叫做kiung-ha（漢字「共

下」），台語叫做tsò-hué（漢字「做伙」）。

為了慶祝世界語言日，讓我們用Masasipadang

－kiung-ha－tsò-hué的精神，來追求自我族群的

語言保存，並對外搭建互相學習語言的橋樑，

建構多音交響、雙語互通的美麗島。

「Masasipadang／共下／做伙」
學多語、救母語
「Masasipadang／皆で一緒に」いろんな言葉を学び、母語を救う
Masasipadang, Kiung-ha & Tsò-hué: Learning Multiple Languages and Reviving Mother 
Tongues with Each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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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母語教學的重要性

UNESCO預計到2030年的政策聚焦於母語

與語言政策，目標是提升各國的教育政策對母

語的認知和改進，強調應認識到母語教學的重

要性。GEM報告考察40個國家的教育計劃後，

發現不到半數的國家會認識到母語在小孩早期

教育的重要性。報告也指出，具有殖民歷史的

國家通常很難進行雙語教育，如在許多繼續使

用葡萄牙語或西班牙語的拉丁美洲國家，或在

許多法語系非洲國家仍以法語為主要教學語

言，可以看出推動母語教育的重要性和急迫

性。在多民族社會中，如土耳其、尼泊爾、巴

基斯坦、孟加拉、瓜地馬拉等國，仍通過學校

系統強行使用主流語言，常常是廣泛社會問題

和文化不平等的不滿之源。

語言多樣性有賴母語教學

有鑑於此，UNESCO《2030年教育行動綱

領》便主張鼓勵尊重母語教學以及促進

和維護語言多樣性。前任UNESCO總幹

事博科娃強調，「母語在多種語言優質

教學是重要組成的部分，而優質教育本

身就是增強男女平權及其社會能力的基

礎。使用多種語言對於推動這些目標向

前發展至關重要，涉及經濟增長、就業

和健康，以及永續發展的消費、生產和

氣候變遷。」通過支持同樣致力於促進

網際網路上的語言多樣性的在地內容、

媒體和知識份子，並且透過地方和原住

民知識系統計劃（LINKS），強調母語

和當地語言作為維護原住民文化知識的

重要性，原住民文化知識是人類智慧的

巨大儲備倉。

世界和平立足於尊重母語

可見，在各國已承認語言權（Linguistic 

r igh ts）作為人類基本人權之一的基礎上，

UNESCO更進一步強調人類使用母語作為教育

和維護本土文化的基本權利，並且積極推動各

國的多語言教育政策，尤其是具有多民族或經

歷殖民背景的國家。母語的尊重、保存和互相

了解，是世界和平的重要立足點。

邦加羅爾慶祝2017年國際母語日活動。

為啥物原住民族語真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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